
“
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信息交流会暨《中草药》

杂志第五届编委会
”

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

由 国家医药管理局天津药物研究院 和 国家医药管理局 中草药信息中心站联

合主办 的
“

中药新药研 究与开 发信息交 流会 暨 《 中草药 》杂 志 第五 届 编委会
”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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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一 2 4 在河北省承德市召 开

。

出席这次会议 的代表 103 人
,

参会代表有 3

个特
.

点
:

一是代表的专 业 面 广
,

既有科研单位
,

大专院校
,

又有生产企 业
,

临床 医

院
、

新药审批 和药检部门等 ;二是代表所在地 区的复盖 面 广
,

分别来 自全国 22 个

省市 ;三是代表的层次较高
,

既有科技教育界的老前辈
,

又有后起之秀的中青年骨

干
,

确 实是我国从事中草药科研
、

生产
、

临床
、

教学等工作的群英大会
。

经过 3 天的

紧张工作
,

圆满地完成了会议预定的三项议程
: 1

.

会议特邀 了国内 13 位知名专家

和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围绕中药新药研究方 面的热点问题作 了专题学术报告
。

他们

报告的论文题 目如下
: “

中药新药研 究开发的思路
” ( 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 严永清

教授 )
、 “
中药走 向国际市场 的思考

” (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仅器分析室主任 田

项九研究 员)
、 “
中药新药研制中药学方 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,’( 卫 生部药品 审评 中

心 田恒康副教授 )
、 “
中药及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的研究和应用 ,’( 中国医学科学院

、

协和 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天然 药物室主任 冯孝章研究 员 ) ,,u 医药保健品的现状与

发展趋势
” (沈 阳 飞 龙保健品有限公司副总裁 赵余庆教授 )

、 “

我国药用真菌的研究

概况与展望 ,’( 中国医学科学院
、

协和 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副所长 杨峻 山研究

员 )
、 “
中药 固体制剂的进展

” (南京中山制药厂 总工程师 王玉玺主任 药师 )
、 “
计算

机技术在载人航天益 智中草药药理研究中的应 用 ,’( 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所 长

陈善广副研究 员 )
、 “
方剂药理学研究实验设计及统计 学评价

” (国家医药管理局 天

津药物研究院药理一室主任 刘昌孝研究员 )
、 “

紫彩醉的研究
” (国家医药管理局上

海 医 药工业研究院中药室主任 孔德云研究 员 )
、 “

, 3 系列 脂肪酸植物资源 的 筛

选
、

研究与开发应用
” (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 中药研究所 所长 王永奇研究 员 )

、

“
法 国药用植物研究近况

” (上海第二医科大 学化学教研室主任 陆 阳 教授 )
、 “

结构

植物学在药用植物 资源开发研究中的应 用
” (西 北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 胡正海教

授 )
。

这 13 位专家的报告 内容新颖
、

丰富
,

资料翔实
、

学米水平很 高
。

广大 与会者一

致认为深受启发
,

得益 匪浅
,

达 到 了交流信 息
,

开拓 思路 的 目的
。

2
.

会议组织 了北

京医科 大学
、

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
、

药用植物研究所 和安徽
、

山 东医药研究

所 等 20 多所科研单位和 大专院校进行 了科研成果 发布
,

部分企 业进行 了产品介

绍和展示
,

通过这 一 活动
,

使产
、

学
、

研互相 沟通
,

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为生 产力
,

进

一步促进我国中药新药的研究与开发
,

促进我国医药工 业 的发展
,

必将产生较大

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
。

3
.

召开 了《中草药 》杂志第五届 编委会
,

集思广益
,

为进一

步提高刊物的质量 出谋画策
。

为 了进一 步完善编委会
,

更好地发挥专家的作用
,
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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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调整和组织 了第五届新的编委会
。

编委会设顾问 9 名
,

主任委 员 1 名
,

副主任委

员 6 名
,

编委 63 名 ( 见名单 )
。

与上届 编委会相比
,

新一届编委会专家队伍扩大 了
,

学术水平 和专 业技米水平提 高了 ;编委的复盖 面也扩大 了
,

在部门
、

专业 和地 区等
3个方面都比上一届有 了较 大的进步

;编委会的成员作 了较大 幅度的调整
,

增加 了

大量 的新编委
,

尤其是吸收 了一些 优 秀的 中青年学科带头人
,

使编委会增加 了新

生 力量
。

编委们在听取 了《 中草药 》杂志主编聂荣海 同志代表编辑部所作的
“
编辑

部近年 来工作总结
” 以后

,

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
,

对《 中草药 》杂 志创刊 26 年来
,

坚持

质量第一
,

坚持理论与应 用相 结合
,

坚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 的办刊方针所取得的

成绩和近年来的改进和提 高给予 充分的肯定
,

对于编辑部今后的工作提 出 了许多

宝贵的意见和建议
:

1
.

必须继续坚持
“

质 量 第一
”
的方针

,

正确 处理理论与应用
,

普及与提 高的 关

系
。

改变过去 由于稿源较多
,

坐等来稿 的局面
,

编辑人员应走 出编辑部
,

通过经常

参加全 国性的学米会议
,

或通过编委推荐
,

有 目的地进行组稿
、

约稿
,

争取 多得 到

学术水平 高的稿件
。

每期每栏都应有一篇学术水平高的文章
。

适 当照顾边远地区

和基层单位的来稿
,

帮助他们提高论文的质量
,

以解除他们认为
“ 《中草药 》杂志

,

高

不可攀
”
的顾虑

。

2
.

进一 步发挥编委会 的学术领导作用
,

加 强编辑部与编委们的联系
,

建议搞

个
“
编委 通讯

” ,

不 定期 出版
,

主要刊登编辑部的报道计划
,

重
.

点报道 内容
,

及时肛

求编委对刊物 的意见
。

以后编委会准备每 2 年开一次
,

每 4 年 召开 一次 大型的学

米交流会
。

3
.

杂志应加快步伐走 出 国门
,

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
,

与国际接轨
。

应多方面
、

多渠道地扩大 国外发行量
,

应 当增加港
、

台地区 的编委
。

4
.

进一 步与企业密切协作
,

与市场接轨
,

当好中药科研
、

生产和应 用之间的纽

带和桥梁
,

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
。

为 了配合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这个大方向
,

有

的编委建议增设
“

新药研制讲座
”
栏 目

,

就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 中的 热点 问题约请

有关专家撰稿
,

为提高中药新药研究开发的水平出谋画策
。

5
.

面对 21 世 纪的挑战和国内期刊的激 烈竞争
,

编辑部人员
、

应 当不 断学习
,

更

新知识
,

提 高自身的素质
。

编辑部应逐步实行微机管理
,

尽快加入 电子 出版物信息

联网
。

这次学术活动
,

在主办单位和到会代表的共 同努力下
,

会议 开得非常紧凑
、

活

跃
,

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
。

( 聂荣海 )


